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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是先秦到汉代，这一时期是儒家文艺美学思想滥觞、形成的阶段。
从周公、孔子始到汉儒止，基本上确立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主导方向和基本框架，及其基本的概念
范畴。
二是从唐代中期至宋代中期，这一阶段，从韩愈等人鼓吹恢复儒家的道统、文统始，到宋代中期朱熹
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进行尝试性总结止，系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三是明末清初阶段，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叶燮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深化和总结阶段。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
即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自宋仁宗庆历年间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这段历史时期的儒
家文艺美学思想。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
其间，儒学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完成了其哲学化的过程，形成了新的儒学——理学。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幅度的疏离和创新，
形成了迥异于传统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具有特殊的、鲜明的理论发展脉络。
在儒家思想体系下，这一时期的文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和理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呈现出这样一个发展
轨迹，就理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而言，大致经过了以下过程：一是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理性的选择
，代表人物为周敦颐。
周敦颐基本上克服了宋初道学家石介等人的偏执，开始理性地思考文艺美学的理论问题，重点探讨了
“文以载道”的美学意义，对“文”“道”的特性作了比较科学的界定；强调了音乐的审美作用，提
出了“淡”这一审美范畴和审美境界；发现了“孔颜乐处”对审美自由的意义。
二是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深化和提升，代表人物为邵雍。
邵雍重在对思维创造和审美认知的研发，提出了“以理观物”的观物理论，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作出
了哲学的超越，并提出了“因物则性”、“安乐逍遥”的审美中的尽情忘性境界论。
三是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偏执，代表人物为二程。
二程则从对道的终极性追求观点出发，片面地发展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的重道的一面，提出了“作
文害道”的理论观点；但二程对温润含蓄审美境界的深化以及对“曾点气象”的美学意义的强调，则
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文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过程：一是对传统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融会与调
和，代表人物为欧阳修和王安石。
欧阳修提出了“道盛则文不难而至”的道统论，“文简而意深”、“笔简而意足”的简远审美境界论
，以及文艺“不害情性”，应追求“静中之乐”的思想；既有对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融会，也有
对宋代初期文道偏激论者石介等人的观点与文艺审美特性的矛盾的调和。
王安石则在坚持儒家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神会”的审美主张，对“气韵”这一美学范
畴有所阐发。
二是对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坚持和偏离，代表人物为苏轼。
苏轼既坚持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的文艺用世观，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思想基础的、建立在
性命自得理论上的、合艺术审美与人生境界为一的审美自由思想；又在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
了丰富多元的文艺美学思想，如其提出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主张；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作审美理论；以及对萧散简远审美境界的追求，都表
现出对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偏离。
三是对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再发现和对理学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应和，代表人物为黄庭坚。
黄庭坚重新发现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的温柔敦厚诗旨观的意义，并从儒家道德伦理哲学的立场出发
，强调了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审美心胸在文艺审美中的作用，表现出对于理学家文艺美学思想的某
种程度的认同；同时，黄庭坚对于“远”境的论述，表现出宋代人共同的美学追求，尤其是他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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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范畴在美学领域的推展和运用有开宋代人重“韵”的先河之功。
在前期，文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与理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是两分的，后期则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共同的
美学特征。
朱熹正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文学家的某些观点，超越了文学家单纯就文艺论审美问题的局限，修正
了理学家的过分追求性理和道德修养而轻视文艺审美的理论缺陷，对宋代以来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某
些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和超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艺美学思想，即文道合一的文道关系论，
情理合一的情理统一论，以及萧散简远、气象浑成的审美境界论。
　　二、在表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的同时，又形成了共同的审美追求。
对于文艺与审美的问题，文学家更多地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来立论的；而理学家则更多地是在理学层面
来探讨文艺与审美问题；由于二者立论的基础不同，因而在文艺美学思想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具体
到每个代表人物，其文艺美学思想更是各具特色，故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
但是，在宋代中期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学家与理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又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共同
的美学特征，这就是：重理尚意的哲学本色；自然平淡、萧散简远的美学追求；对建立在真、善、乐
基础上，又超越了真、善、乐的审美自由境界的关注和重视；以及文艺美学思想在总体上呈现形而上
的特征。
　　三、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所表现出的上述两大特征，是在宋初右文政策的施行、士风的挺
立，尤其是义理之学的繁荣、仁宗庆历以后一直延续到南宋的党争直接作用下而形成的。
本论文分六个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展开论述：引言部分，对宋代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
研究现状作简单概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对本论文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进行界
定；绪论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缘起、流变、共同特征进行概括性论述；上编，分章
论述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中编，分章论述欧阳修
、苏轼、黄庭坚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下编，专论朱熹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对宋代以来儒家文艺
美学思想的某种程度的尝试性总结；结语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对后来的儒
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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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之维》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
即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自宋仁宗庆历年间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这段历史时期的儒
家文艺美学思想。
《理性之维》共分为六个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展开论述：引言部分，对宋代儒家文艺
美学思想的研究现状作简单概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对本论文所使用的概念
范畴进行界定；绪论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缘起、流变、共同特征进行概括性论述；
上编，分章论述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中编，分章
论述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下编，专论朱熹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对宋代以
来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某种程度的尝试性总结；结语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及其
对后来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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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希春，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国家某研究单位。
主要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儒家思想史和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有《孔子本传》、《毛泽东
思想评传（1939—1976）——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探索》、《邓小平思想评传（1977—199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直面中国——当代中国难点问题透析》（主编）、《硬
道理——南方谈话回眸》（合著）等著作，发表《港台新儒学的转向省察》、《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
化批判理论》、《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上的重要地位》、《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历
次重大改革比较研究》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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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的偏见――二程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固守和偏执第一节 二程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
—哲学思想第二节 二程对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坚持一、修辞立其诚二、道本文末的思想第三节 二程
对传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偏执－－作文害道第四节 作者修养论――"英气害事"与"温润含蓄"之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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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笔简而意足"----对简远境界的追求第四节 "不害情性"、"静中之乐"与"聊佐清欢"的观点第五章 丰
富与多元——苏轼对儒家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坚持和疏离第一节 儒家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坚持－－有
补于国的文艺用世观第二节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和"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主张第三节 “出新意于法
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对"意"境的追求第四节 "文理自然"与"萧散简远"的美学追求第五节 
性命自得与审美自由第六章 发现与创新——黄庭坚的文艺美学思想第一节 温柔敦厚的诗旨观第二节 
对韵的强调和推展第三节 "平淡而山高水深"------对"远"境的审美追求第四节 黄庭坚的文艺美学思想与
理学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共同性下编 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融合第七章 继承与综合――朱熹对
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初步总结第一节 朱熹文艺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二节 文道为一论一、朱熹的文
道范畴论二、文从道中流出三、文道一也第三节 情理统一论一、朱熹对情性的理解和对情理在哲学意
义上的关系界定二、创作与鉴赏过程中的审美心态——“心虚理明”三、感物道情四、情理合一第四
节 审美境界论——萧散闲淡、清新高远和气象浑成一、萧散闲淡二、清新高远三、气象浑成结语 宋
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特质第一节 重理尚意的哲学本色一、重理二、尚意第二节 平淡自然、萧
散简远的审美追求一、平淡自然二、萧散简远第三节 形上的追求－－建立在真、善、乐、美合一基础
上的审美自由境界一、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的真理性追求二、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
善的追求三 、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中乐（适）的追求－－审美自由第四节 余论引用及参考书
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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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
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
天风拂襟袖，缥缈觉身轻。
[52]　　这些诗和程颢对周敦颐的描述，都说明了周敦颐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以说，周敦颐的孔颜乐处指的是一种人生态度--追求道乐合一的精神境界，后来的理学家如程颐便
从理论上给予了解释，他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
”在人与天地的互动关系中，人达于精神自由的境界。
而周敦颐这种对道乐合一的追求，在精神境界方面又与其主静的理念相通。
前面说过，周敦颐的主静说所强调的“静”，既是完成道德修养的方式途径，也是一种自在的精神境
界。
道乐合一的境界与静的境界，二者又有重合之处，共同形成了一种人生的审美态度和审美境界，儒家
学派所倡导的审美中的理性精神，由此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更为完善的理论支持。
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主张，人类实现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和标志就是审美。
周敦颐的孔颜乐处，可以说与之有共通之处；只是周敦颐的这一主张，更多了些性、情的美学意蕴。
　　自周敦颐之后，理学家对孔颜乐处的审美意义，格外重视，从未间断。
理学家们并没有局限于安贫乐道这样一个层次，而是将孔颜乐处当作他们人格修养的最高标准和人生
审美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程朱一系，还是陆九渊一系，乃至事功派的陈亮、叶适等人，都如此。
程颢对孔颜乐处的理解是“仁者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心灵境界；程颐则提出了“敬则自然和乐”的
思想；孔颜乐处的意义就在于“理与己一”的大乐境界。
程颢还专门作了《颜乐亭铭》，其铭云：“清泉泽物，佳木成荫。
载基载落，亭日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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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是一篇选题难度大而有独创胜的博士学位论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是否有
深度模式和潜体系存在均有值得重视的史料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文答辩委员会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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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
即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自宋仁宗庆历年间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这段历史时期的儒
家文艺美学思想。
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展开论述：引言部分，对宋代儒家文艺美学思想
的研究现状作简单概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对本论文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进行
界定；绪论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缘起、流变、共同特征进行概括性论述；上编，分
章论述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中编，分章论述欧阳
修、苏轼、黄庭坚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下编，专论朱熹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对宋代以来儒家文
艺美学思想的某种程度的尝试性总结；结语部分，对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对后来的
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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